
据新华社广州5月14日电（记者
李雄鹰） 曾伟，又名曾天斛，1912年
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 （现为深圳市坪
山区）。曾伟自幼受革命影响，21岁进
入广东虎门要塞司令部政训处当干
事，随后带职进入广东燕塘军校接受
训练。1935年，曾伟参加中华民族解
放行动委员会 （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
党）。1942年，曾伟参加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 （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同年
春，国民党反动派密令逮捕曾伟，他
被迫流亡桂林，一面卖文为生，一面
学习马列主义。此时，他参加了民盟
桂林小组的活动。

1945年1月14日，“南路人民抗日
军”在吴川起义，张炎任军长，曾伟
任军政治部主任，张炎将军不幸遇害

后，曾伟率队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
汇合，直接接受中共领导，共同抗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
紧对粤南人民武装扫荡。曾伟奉命疏
散到澳门，后转赴香港，担任《人民
报》及《中华论坛丛刊》编辑。

1946 年冬，曾伟离港赴沪。1947
年 1 月，民盟在上海召开一届二中全
会，曾伟代表港九支部列席会议。2
月，曾伟当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
长、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1947年11
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上海的民盟
及农工民主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
1948 年上半年，因反动派当局追捕，
上海已无法安身，曾伟又重返香港。

1949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
江战役前夕，农工民主党上海市组织
遭到严重破坏。29日，曾伟不顾个人
安危，舍弃了家庭，由香港转广州赴
上海，为上海解放添一份力量。

4月5日，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党部
委员刘启纶来沪，与曾伟、虞键、申
葆文等农工民主党华东局领导人在山
阴路恒盛里47号研究策动芜湖、太湖
地区国民党军队起义一事。会后曾伟和
虞键在路上边走边谈，商量工作，不幸
被国民党鹰犬侦悉，被军警抓获。在这
危难时刻，他们立即向走在前面的同志
发出信号，使他们得以脱身，而刘启纶
则在恒盛里47号同时被捕。

5 月 21 日，距上海解放仅 6 天，
曾伟和虞键、刘启纶等人一起被押往宋
公园（今闸北公园）刑场，壮烈牺牲。

曾伟：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赴汤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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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5月22日电（记者
李浩） 杨虎城，1893 年生于陕西省蒲
城县甘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09
年，他成立以劫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
会。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加
陕西民军，投身辛亥革命。1915 年参
加讨袁战争。1917年任陕西靖国军第3
路军第一支队司令。1921 年任靖国军
第3路军司令。

1924 年 ， 杨 虎 城 加 入 国 民 党 。
1925年任国民军第3军第3师师长。他
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主张
联共，聘请共产党员魏野畴担任他举
办的三民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在
此期间，杨虎城目睹了反动军阀的黑

暗统治，又受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鼓
舞，挥毫写下：大陆沉沉睡已久，群
兽无忌环球走。骨髅垒垒高太华，红
潮澎湃掩斗牛。

1927 年，杨虎城任国民革命军联
军第 10 路军总司令，参加北伐战争。
1929 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 14 师师
长。后任第 17 师师长，陆军第 7 军军
长。1930年任第17路军总指挥、陕西
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
虎城秘密支持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工
作，主张联共抗日。1933 年，与进入
川、陕的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的
协议。中共中央进入陕、甘后，他秘
密接见中共代表汪锋，表示完全赞同
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并达成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协议，中共
中央于1936年秋派张文彬为驻17路军
的代表。

1936年12月12日，杨虎城同张学
良顺应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要求，响
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
召，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发生以
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
解决，并派周恩来等为代表到西安帮
助张、杨正确解决了事变。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逼
令辞职“出洋考察”。全国抗战爆发后
回国，随即被国民党囚禁长达12年之
久，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1949年9月6
日，杨虎城被秘密杀害，时年56岁。

杨虎城：红潮澎湃掩斗牛

据新华社昆明5月21日电（记者
字强） 杨杰，字耿光，白族，1889 年
生于云南大理。他自幼聪明，熟读

《孙子兵法》。1908 年，杨杰入日本陆
军士官学堂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同盟
会。1911 年，杨杰回国参加了辛亥革
命。1915 年，杨杰参加了护国战争，
屡建战功，晋升为陆军中将。1921
年，杨杰再次东渡日本，入日本陆军
大学进行学习深造。

1924 年，杨杰回国，先后担任国
民军第三军前敌指挥官、河南陆军教
育长等职。1926 年加入国民革命军，
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中功勋卓著，
出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参谋

长、总司令部参谋次长、中央陆军大
学教育长等要职。

杨杰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北伐战争中
同共产党人建立了友谊。然而，孙中
山去世后，蒋介石企图私吞大革命果
实，消灭共产党。杨杰对此明确反
对。1930年12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
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杨杰劝阻
蒋介石无效，“愤其所为”，遂离开部
队，避居上海。

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杨杰担
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通过杰出的
外交活动，为中国争取到大批贷款及
军事物资，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
战。由于杨杰的政见和蒋介石相抵
触，于1940年被免职召回国。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正式成立，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
员，负责西南地区的组织发展和活动
等工作。他密切配合人民解放战争，
积极宣传中共的政策，将西南地区的
爱国人士紧密团结在一起，开展反蒋
斗争，同时组织策划川、康、滇军队
起义。

1949年6月，中共中央电邀杨杰即
时赴京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代表会
议。但因杨杰在西南的策反工作已有
一定成效，怕离去影响工作，故回电
要求容许暂缓离滇北上。1949年9月，
杨杰秘密飞往香港，准备北上解放
区。9月1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杨杰：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据新华社广州5月20日电（记者
李雄鹰） 罗志，原名罗长生。罗志11
岁时随叔父到吉林长春读书。1932年
9月，罗志投笔从戎，参加苏炳文领导
的吉林抗日自卫军。东北民众救国军
由于孤军作战，于1932年被迫退入苏
联境内，罗志也随军行动。

1933年初，罗志从苏联到迪化（今
乌鲁木齐），先后入新疆军官学校、新
疆学院学习，后被选派到苏联留学。
在迪化求学和工作期间，罗志受到俞
秀松、林基路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培养
和教育，参加反帝爱国群众组织“新
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积极投身抗日救
亡活动。他在这期间表示“要学习革

命理论，树立坚定的革命信念，准备
迎接残酷的革命斗争。”“革命必以正
确的思想为本，才能不革错命。”“一
切革命工作的目的，是要以改造和提
高人民大众物质生活水平为前提，若
革命目的失掉了这种意义，那就不成
为革命。”

罗志在新疆学院毕业后，曾留校
工作，后又任省立简师训育主任兼迪
化反帝会干事等职务。罗志曾多次入
狱。1946 年 3 月，罗志参加迪化地下
进步组织“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
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后，罗志进入
新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积极向新
疆各族群众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成就，为推动中苏友好做了大量具
体工作。

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后，罗志留
在迪化坚持地下斗争，负责领导地下
进步组织“民主革命党”迪化区委会
（即“战斗社”），出版 《战斗》 周
刊。他以“庚克”为笔名为 《战斗》
周刊撰写了大量文章，大力宣传人民
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宣传马列主义
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
动派罪行。

1949年8月23日，罗志应毛泽东
主席邀请，从伊宁取道苏联前往北平
（今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27日，因乘坐的苏
联飞机在苏联外贝加尔湖地区上空失
事，罗志等5位同志不幸遇难。

罗志：为新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5月 19 日电
（记者 于涛）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
也夫，哈萨克族，生于 1906 年，新疆
阿勒泰人。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反帝
爱国群众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
会”，投身抗日救亡活动，经常深入
牧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积极募捐，
支援抗日前线。1941 年，赴苏联学
习。

1944 年，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
夫从苏联回国，任“阿山 （今阿勒
泰） 革命临时政府”副主席、游击队
总指挥。

1945年9月，他配合民族军攻占阿
山专区，先后任民族军阿山骑兵团团

长、“临时政府”委员、阿山副专员、
民族军副总指挥兼阿山专员等职。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主政阿
山期间，高度重视维护民族团结，反
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他主持通过
了阿山专署 《关于保护汉族百姓利益
的决议》，并亲自收养汉族孤儿。

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后，达列力
汗·苏古尔巴也夫任省联合政府委员
兼卫生处处长。

省联合政府破裂后，他继续主政
阿山专区，率领民族军粉碎了乌斯
满·斯拉木匪帮对阿山专区的进攻，
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阿山
专区的农牧业生产和文教事业。他亲
自带头参加开沟挖渠、修建水电站的
劳动。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向阿山
干部群众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
张，宣传人民解放军不断取得的胜
利，宣传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
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正确选择，新疆才
有出路。他说：“人民解放军所坚持的
方向和推行的政策，代表了全国四亿
五千万人民的愿望。”

1949 年 8 月 23 日，应毛泽东主席
邀请，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从伊
宁取道苏联赴北平 （今北京） 参加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27 日，因乘坐的苏联飞机在苏联
外贝加尔湖地区上空失事，不幸遇
难，时年43岁。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一心向党的哈萨克族革命英烈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5月 18 日电
（记者 刘兵）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
夫，维吾尔族，1921 年出生，新疆阿
图什人。1935 年，他从伊宁赴迪化
（今乌鲁木齐） 求学，受到俞秀松、林
基路等共产党人的培养和教育，参加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积极投身抗
日救亡活动。

1942 年初，阿不都克里木·阿巴
索夫先后任伊犁专署督学、翻译。

1944年11月，阿不都克里木·阿
巴索夫任“临时政府”委员兼内务厅
厅长、宣传部部长、三区民族军政治
部 主 任 。 期 间 ， 坚 决 反 对 以 艾 力
汗·吐烈为首的新疆三区内部民族分

裂势力破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言
行，对汉族群众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
施，和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进步
分子同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新疆
三区内部民族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
斗争。

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后，阿不都
克里木·阿巴索夫任省联合政府委员
兼副秘书长，积极贯彻落实十一项

《和平条款》。1946年12月，借去南京
参加“国民大会”之机，他数次秘密赴
中共代表团南京驻地，向董必武汇报新
疆情况，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请求
中共中央派人到新疆领导各项工作。

1947年2月，阿不都克里木·阿巴
索夫在迪化主持建立了包括汉族在内
的、联合新疆所有民族共同反对国民
党统治的全疆统一的地下进步组织

“民主革命党”。省联合政府破裂后，
他从迪化回到伊宁，1948 年 8 月担任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兼
新闻情报处处长，与阿合买提江·哈
斯木等进步分子一起进一步反省和纠
正新疆三区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所犯
的严重错误。

1949 年 8 月 23 日，应毛泽东主席
邀请，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从伊
宁取道苏联赴北平 （今北京） 参加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27 日，因乘坐的苏联飞机在苏联
外贝加尔湖地区上空失事，不幸遇
难，时年28岁。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5月 17日电
（记者 于涛）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
夫，柯尔克孜族，出生于1902年，新
疆乌恰人。1925年替父从军，加入边
卡队，担负起守卫祖国边防的任务，
1928年赴苏联学习军事。

归国后，他一度出任新疆地方部
队团长、旅长，投身于平定民族分裂
分子策动的武装叛乱的战斗，为确保
南疆地区安定、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
重要贡献。他在这期间一再强调部队
的纪律：“不能做不利于人民的事；不
准抢劫人民财产；不准侵犯人民利
益；不准欺压老百姓。”

1944年11月，伊斯哈克伯克·穆

努诺夫任新疆三区民族军第一骑兵旅
旅长、“临时政府”委员、三区民族军
总指挥等职。他高度重视维护民族团
结，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亲自
收养汉族孤儿，为创建与壮大新疆三
区民族军以及推动新疆三区武装斗争
的胜利做了不懈努力。

1946年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
成立，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任省
联合政府委员兼省保安副司令，致力
于贯彻落实十一项《和平条款》。

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后，他指挥
平 定 发 生 在 新 疆 三 区 境 内 的 乌 斯
满 · 斯 拉 木 、 哈 力 伯 克 · 热 英 别
克·霍加别克武装叛乱，不仅巩固和
保卫了新疆三区根据地，而且牵制了
近10万国民党军队不敢离疆入关打内
战，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特别
是西北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1948 年 8 月，伊斯哈克伯克·穆
努诺夫当选为“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
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他对新疆
三区干部群众特别是民族军将士不断
进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教
育，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人
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1949 年 8 月 23 日，应毛泽东主席
邀请，他从伊宁取道苏联赴北平 （今
北京）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27日，因乘坐的苏联
飞机在苏联外贝加尔湖地区上空失
事，不幸遇难，时年47岁。

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英烈功业世代传颂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5月 16 日电
（记者 刘兵）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
维吾尔族，1914年4月出生，新疆伊宁
人。少年时，他随舅舅到苏联谋生，
1936年夏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受
到马列主义思想教育，1942年6月回到
伊宁从事秘密工作。1943年12月，他被
国民党新疆当局逮捕入狱，1944年10月
获释后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到伊宁。

1944 年11月，阿合买提江·哈斯
木先后在新疆三区任报纸编辑、“临时
政府”秘书、军事科科长等职，后进
入新疆三区最高领导层并被推为谈判
代表，同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新疆
三区内部民族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斗
争。最终，他不仅掌握了新疆三区同
国民党中央政府进行和谈的主导权，

而且掌握了新疆三区的最高领导权。
这期间，他高度重视维护民族团

结，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为签
订十一项《和平条款》、成立新疆省联
合政府作出重大贡献。

1946年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
成立，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出任省联
合政府副主席。他指出：“我们的任务
是保证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团结。”新疆
省联合政府破裂后，他从迪化返回伊
宁，继续领导新疆三区的各项工作。

1948年8月1日，阿合买提江·哈
斯木在伊宁主持成立“新疆保卫和平
民主同盟”（简称“新盟”） 时，毅然
决定采用“新疆”这一名称。

为进一步反省和纠正新疆三区在
国家和民族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
他领导“新盟”在新疆三区范围内进
行思想整顿，强调新疆各民族一律平
等，反对歧视任何一个民族。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为配合全国
解放积极工作，向新疆三区干部群众
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国人
民解放战争的形势。他发表了 《我们
的民族解放革命和“新盟”》 等文
章，强调新疆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取
决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决于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

1949 年 8 月 23 日，应毛泽东主席
邀请，他从伊宁取道苏联赴北平 （今
北京）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27 日，因乘坐的苏联
飞机在苏联外贝加尔湖地区上空失
事，不幸遇难，时年35岁。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

据新华社南京5月15日电（记者
邱冰清） 姜化民，1903 年出生于江苏
沭阳。五四运动爆发时，姜化民正在
南京钟英中学求学，在新思潮熏陶
下，他立志救国救民，参加各种革命
活动。1926 年他从上海大夏大学毕
业。1927 年北伐军进入沭阳，建立了
国民党县党部，姜化民任县党部干
事。1928年1月6日，进步青年与当地
土豪劣绅、国民党右翼展开“夺帅
印”的斗争，姜化民也参与其中。

1929 年底，反动政权以“共产
党”和“改组派”（指国民党内反蒋
派） 的罪名，把姜化民等进步青年关
进苏州市监狱。1930 年春，姜化民被
释放回原籍沭阳。他随即从事民众补
习教育，在沭阳县东关城门外的一座

破火神庙里办补习班，为小学考初中
或初中考高中的学生补课。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姜化
民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宣传抗日上来。
同年12月，姜化民等进步青年决定赴
延安找共产党，北上抗日。在八路军
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下，姜化民进安吴
堡青训班学习两星期，结业后分配去
武汉。他还就当时战局发表 《论和
战》一文，严厉驳斥投降派的谬论。

1943 年，姜化民到重庆，在国民
党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下属纺织实
验工厂工作。在厂期间，他悉心研究
纺织工业，当年发表了约万字的 《中
国纺织工业十年建设具体计划刍议》
一文，对中国纺织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和建议，刊登于当
时的《经济汇报》。另一方面，他积极
参加工人活动，组织补习班，帮助工
人识字、补习文化。

1945 年，姜化民到上海，并于
1946年加入民主建国会。同年11月民
建上海分会成立，姜化民为分会理
事。1947年7月，中共上海纺织系统党
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国纺织事业协进
会”（简称“小纺协”） 成立，姜化民
积极参加“小纺协”组织的各项活动。

1949 年 5 月，因叛徒告密，姜化
民等被特务逮捕。面对特务的一次次
审问，他泰然自若，被皮鞭抽打、上
电刑、坐老虎凳，他始终坚贞不屈。
1949年5月20日，姜化民等14位革命
志士被枪杀于闸北宋公园 （今闸北公
园）。

姜化民：忠于理想 坚贞不屈


